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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在酝酿“学院批评文库”丛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出版)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

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

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

代中后期以来 ,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

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从文学发展的整体情形看,文学批评持续着它

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文学批评的声音虽然已经不算少了,但有份

量、有威严、有影响力、有尊严的表达却寥寥无几,相反,还出现了长短不一、纷繁参差的种种杂音。那些

“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红包批评”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

遇到市场经济强力的冲击,在困惑和焦虑的遮蔽中,它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有很大一部分

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大量非文学的因素干扰、冲击着文学批评。 

  那么,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

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

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

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

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

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

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地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

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

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

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

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

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

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

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

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

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

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

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

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

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

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

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拓展“学院批评”的空间 
刘中树 张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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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二十卷本的“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

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

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

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

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

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向人们敞

开了心扉?还有,究竟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演绎生活与存在本色的灵魂之舞呢?批评的文化视野开阔了,

但内心的精神视域似乎变得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

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

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

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

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

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

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在积极地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承担

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

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

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

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期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尤其期待

学院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建构中,坚决地摈弃批评的功利化和庸俗化,保持自己富于个性的审美选择

和鲜明的文化价值立场,拥有更为开阔的学院批评的空间维度。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批评机制,重新

建立批评的权威性和学术公信力。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切实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生

活清新而美好的气息和未来。 

 

 

原载：《光明日报》2009-11-06  


